
第 5 5卷 第 3期
2 0 0 2年 5月

崔狡咭又 J屯
学学 州民 (少、 万忆利

喇

学滩反 )

W
u ha nU ni ve

s ri ty Juo ra n l ( Hum
a ni ty S cie nc

es )

Vo l
.

5 5
.

No
.

3

M
ay 2 0 0 2

.

3 3 5 ~3 39

.世界历史

德国 1 9 3 8年承认伪满洲国的原因

何 兰

(北京广播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
,

北京 10 。。 2 4)

〔作者简介 ] 何 兰 ( 19 56
一

)
,

女
,

辽宁凤城人
,

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
,

主要从

事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研究
。

仁摘 要〕 自 1 9 3 1 年伪满洲国出笼后
,

德 国政府采取并基本上维持 了不 承认政策
。

但是

到了 1 9 3 8 年 2 月
,

德 国纳粹政府却背信 弃义
,

不顾 中国政府的反对
,

公开承认伪满
。

究其原

因
,

主要在于
:

承认伪满是希特勒实施对外扩张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
; 纳粹德 国 已经完成了承

认伪满的组织准备
;
陶德曼调停失败促使纳粹政府更加重 日轻华

; 狄克逊对于纳粹党决策层有

着重要的影响
; 承认伪满是德 国与 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等

。

[ 关 键 词 〕 德国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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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日本 ; 伪满洲国

[中图分类号〕 K 5 1 6 [文献标识码〕 A [文章编号 ] 1 0 0 0
一

5 3 7 4 ( 2 0 0 2 ) 0 3
一

0 3 3 5
一

0 5

日本在 19 3 1 年制造
“

九
·

一八
”

事变后
,

遂于次年 3月炮制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
。

虽然 日
“

满
”

当局

曾以种种手段诱惑德国承认这一伪政权
,

但直到 1 9 3 8 年 1 月
,

德国仍对外表示无意承认之
。

然而
,

进人

2 月份
,

事态发展则截然相反
。

表面上看来
,

德 国态度转变突兀
,

但实际上蕴藏着许多必然 因素
。

本文

拟对德国选在此时承认伪满的具体原因进行论述
。

(一 ) 承认伪满洲国是希特勒实施对外扩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

1 9 3 1 年希特勒上台后
,

即开始实施挑战凡尔赛禁令的策略
,

其 目的在于既为德国的扩军备战打碎

栓桔
,

又试探英法等列强的反应
。

1 9 33 年 10 月
,

德国先后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
,

摆脱了国际

会议和国际组织的束缚
。

1 9 3 5 年 3 月 9 日
,

希特勒公开宣布重建德 国空军
,

16 日颁布义务兵役法
,

使原

来的秘密扩军公开化
。

1 9 3 6 年 3 月 7 日
,

希特勒下令军队开进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地区
,

并宣布废除洛

加诺公约
,

在没有遭到西方 国家强烈抵抗的情况下
,

于 9 月提出了扩军备战的
“

四年计划
” ,

明确要求军

队和经济界在 4 年内具备投人战争 的能力
。

为此
,

纳粹德 国的军备开支逐年大幅度增加
:
19 3 3 年为 7

亿
,

1 9 3 4 年猛增到 3 3 亿
,

1 9 3 5 年 5 2 亿
,

1 9 3 6 年 9 0 亿
,

1 9 3 7 年 1 0 9 亿
,

1 9 3 8 年 1 5 5亿
; 19 3 8 年的军备开

支超过民用开支的 50 % lj[ (P
.

19 )
。

军费 占国民收人的比重
,

从 1 9 32 年的 4% 猛增到 1 9 3 8 年的 20 %
。

同年
,

英 国的军费开支只占国民收人的 12 %
,

法国为 17 %
。

一个原来仅有 10 万旧式武器装备的陆军和

根本没有空军的德国
,

到 1 9 3 8 年成为
“

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和空军大国
”
lj[ (P

.

2 3 0)
。

在毁约扩军的同时
,

希特勒也在积极
“

寻觅战友
” 。

他把建立国际同盟作为对外扩张
、

夺取世界霸权

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
。

在欧洲
,

希特勒争取的第一个对象是意大利
。

他利

用 19 3 5 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事件和 1 9 3 6 年德意联合干涉西班牙战争事件
,

把意大利从原来的战

胜国阵营中拉了出来
。

1 9 3 6 年 10 月 24 日
,

德意两国在柏林签订秘密协议
,

规定 了在外交方面的共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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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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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
,

划定了在多瑙河流域和巴 尔干地 区各 自的势力范围
,

形成了墨索里尼所谓的
“

柏林一罗马轴心
” 。

同年 n 月 25 日
,

德 日两国签署了一项矛头针对苏联 的《反共产 国际协定 》
,

次年意大利也加人这个协

定
,

原来的
“

柏林一罗马轴心
”
扩大为

“
柏林一罗马一东京轴心

” ,

法西斯 国家实现 了初步联合
。

德 国与

意
、

日接近的成功
,

改变了希特勒试图与英 国结盟 的思想
。

在希特勒的早期扩张计划中
,

一直存在着与

英国结盟的幻想
,

这也是构成德国迟迟未承认伪满 的原因之一
。

因为他担心承认伪满会被看做是德 国

同英 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 日本结盟 的象征
。

但是
,

随着德 国经济
、

军事实力的壮大
,

以及德意 日关

系的 日益密切
,

特别是鉴于英 国除了热衷于
“

大陆均衡政策
”
和对德绥靖政策外

,

无意与德国结成更紧密

的盟友关系
,

希特勒便逐渐把英国视为与法国同样危险的敌人
,

并企图以德意 日联盟逼迫
、

制约英国
。

随着德国在
“

铸造刀剑
”
和

“
寻觅战友

”

方面取得的成功
,

1 9 3 7 年底
,

希特勒准备实施吞并奥地利和

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
。

他预料这必然会造成德国与英
、

法
、

苏的尖锐对抗
,

其中英 国是最难 以对付的敌

人
。

为了分散英国的力量
,

牵制它的军事行动
,

迫使它允许
“

中欧发生有利于德 国的变化
” ,

必须加强 同

日本和意大利的关系
,

对英国造成其面临在东亚
、

地中海和欧洲同时作战的危险
。

因此
, “

要悄悄而坚决

地建立起反对英国的联盟
,

即实际上加强我们同意大利
、

日本的关 系
”
圈 (P

.

1 0 7 )
。

因而
,

德 国在东亚公

开承认伪满洲 国就成为其实现与 日本结成政治
、

经济和军事联盟的必然和标志
。

(二 )希特勒已经完成了承认伪满洲国的组织准备

自希特勒上台后
,

德国就是纳粹党的天下
。

但直到 1 9 3 7 年底
,

国防和外交这两个重要部门
,

还保持

着相对 的独立性
。

德国的陆军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起
,

就建立 了严密的组织
。

它 自成系统
,

只有受过

正规训练的职业军人
,

才有资格进人这个部门
。

希特勒上 台后很想直接控制陆军
,

可他还不敢指派纳粹

党人任陆军统帅
,

生怕引起陆军 的反感而动摇 自己的统治地位
,

所以仍由布龙贝格任国防部长
。

至于文

职的外交部
,

希特勒如果想变动其高层主管
,

则是易如反掌
,

而且还不用担心外交官们的反抗
。

但是
,

他

非但没有更换外交部长或次长
,

而且在这一部门的高层官员中
,

无一是纳粹分子
。

这是 因为
,

外交工作

是一项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连续性
、

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
;外交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理论水平和外交

实践经验
,

尤其是作为外交部长
,

还需要优秀的人格素质及 良好的国际声望
。

希特勒上 台初期
,

羽翼未

丰
,

既要在国际上表现得无意改变魏马德国的传统外交政策
,

继续与英美等民主国家敷衍
,

又巫须各类

人才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作
,

无奈只好留用魏马政府的职业外交官
。

令希特勒尴尬 的是
,

他在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上的一些主张
,

特别是在远东政策方 面的亲 日意图
,

曾多次遭到外交部长牛赖特
、

国防部长布罗姆贝格
、

经济部长沙赫特等人的阻遏和抵制
。

例如
,

由于外

交部的坚持
,

德国多次拒绝意大利希望德 国与其一起承认伪满的要求后
,

齐亚诺恼羞成怒
,

指责牛赖特

和外交部对德国这种
“
犹豫不决

”
的态度施加了有害的影响

。

齐亚诺还挖苦道
:

在德国的外交政策中
,

存

在着一种
“

异常现象
” ,

即
“

在母鸡窝里有太多的公鸡
”
(指希特勒

、

戈林
、

牛赖特和里宾特洛甫等都对外交

政策发号施令 )
,

以至于
“
很难彻底协调

” ,

他称德国外交部是
“

最 固执地死守 旧秩序的部 门
”
囚 ( P

.

27 。 )
。

希特勒对此也早 已心怀不满
,

但又不得不暂时
“

容忍
”
外交部等机构对他 的某些 冒犯

。

然而
,

在 1 9 3 7 年

11 月 5 日的秘密军事会议上
,

布龙贝格
、

牛赖特等人因担心希特勒的扩张计划会造成与英
、

法等国的全

面对抗
,

并最终导致德国灭亡而表示反对后
,

希特勒便再也不能
“

容忍
” ,

他认为收揽所有大权 的时机 已

经成熟
:

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
,

《凡尔赛和约 》已被撕毁
,

在国际上受孤立的局面不复存在
,

重整军备也基

本完成
,

因而决心为其扩张计划的顺利实施
,

彻底清除绊脚石
,

便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清洗
。

希特勒利用布罗姆贝格的
“

婚恋丑闻
” ,

趁机改组军事领导机构
,

罢免了布罗姆贝格等 16 名高级将

领的职务
,

确立了自己对军队的统帅和指挥权
。

随后
,

他又免去了牛赖特的外交部长职务
,

于 2 月 4 日

任命其亲信
、

亲 日派代表里宾特洛甫为外交部长
。

从此
,

德国政府中的亲华势力一撅不振
。

里宾特洛甫是个惟希特勒命是从 的坚定的纳粹党徒
。

他时常向其臣属强调说
: “

外交政策是希特勒

的事
,

也 只有希特勒才能制定外交政策
,

外交部官员对此无须操心
,

你们应 当关心 的只是平常例行 的行

政工作
。 ”
川 (P

.

2 9 6) 在外交思想上
,

他主张联 日反英
,

认 为英 国是德国的死敌
,

两 国间的冲突总要发生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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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德 国 19 3 8年承认伪满洲 国的原因

德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
,

便是
“

冷静但坚决地建立反英联盟
,

即切实加强我们同意大利和 日本的友谊
。

此外
,

争取所有利益与我们直接或间接相符的国家参加这个联盟
。

为此 目的
,

三大国的外交家们必须密

切合作
’

心」 (P
.

2 9 2)
。

可见
,

在德国历史和中日冲突的决定性时刻
,

由亲 日路线的狂热倡导者执掌德 国外

交大权
,

意味着希特勒为改变远东政策做好 了组织上的准备
,

承认伪满洲国已是水到渠成 了
。

(三 )陶德曼调停失败促使纳粹政府更加重 日轻华

德国出于自身利益从 1 9 3 7 年 10 月开始的调停 中日战争活动
,

成为其暂时不考虑承认伪满的原因

之一
。

但 由于日坚持要 中国接受屈辱的议和条件
,

致使德调停难以成功
。

1 9 3 8 年 1 月 15 日
,

日本政府

召开军政联席会议
,

经过激烈争论
,

决定中止与中国的交涉闭 (P
,

8 5)
。

16 日旧 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
“

帝

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
”
的声明 ; 同 日

,

外相广田弘毅通知德国
:

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德国政府帮

助进行的 日中和谈困 (P
.

55 6)
。

德国外交部遂致电正在汉 口 的驻华大使陶德曼
,

转告 了日本 的决定
,

并

通知他结束
“

信使
”

使命叫 (P
.

55 7)
。

德国对于 日本 中止与中国议和的行为极为不满
,

认为
`

旧 本对于中

国的拖延态度难以忍受
,

虽然可以理解
,

但其作法断绝了以后的一切商谈后路
,

在世人 的心 目中
,

就要承

担断绝对话和沟通的责任
’

心〕 (P
.

5 58)
。

但是
,

希特勒早 已决定
,

一旦调停不成
,

就采取支持 日本的一边

倒政策e[] (P
.

60 )
。

因此
,

随着 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调停未果
,

德国为 了密切与 日本 的关系
,

以便

利用其
“

价值
” ,

终于决定不惜 冒犯
、

甚至抛弃中国
,

调整远东政策
,

正式承认伪满洲国
。

促使希特勒最终在远东政策上采取对 日一边倒政策的原因
,

除了对英国渐失信心外
,

显然同他过高

估计 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和轻视中国的力量有关
。

根据武汉警备部情报所悉
,

希特勒曾电令陶

德曼和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调查三件事
:
( 1) 中国下一步抗战实力

; ( 2) 苏联援助中国情况
; ( 3) 中国共产

党的抗 日活动及军事状况
。

陶德曼在如实汇报战争初期 日本的军事优势后
,

引用一位名叫奈维格的军

事顾问的报告说
,

在南京陷落后
,

中国重组和加强了军队力量
,

中国的军事地位已有所改善
。

他还指出
,

德国军事顾问团长也对 中国军队的前景持乐观态度
,

认 为它能继续进行抵抗
,

而且随着战争 的持久发

展
,

中国的优势得以发挥
,

最后取胜并非没有可能
。

但是
,

希特勒对中国的抗战能力持怀疑态度
。

他认为顾问们的看法只是一厢情愿
,

陶德曼的意见也

是由其驻华大使的身份使然
。

在他看来
,

战争的胜利者必定是 日本
。

而中国
,

随着其大片国土 的沦丧和

德国实力的增强
,

在德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微不足道了
。

正是基于中 日战争初期 日本侵略行动

屡屡得手
,

中国抗战接连失利
,

使希特勒更加看重 日本的经济
、

军事实力及其对于反苏反共的作用
,

不惜

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
。

希特勒在 2 月 20 日的国会演说 中声称
:

中国本身的精神及物质力量
,

尚不足

以抵御共产主义
。

希特勒视 日本为政治上的安全因素
,

认为 日本如果取得最后胜利
,

对西方文明不会造

成破坏
,

如果 日本失败
,

则对欧美西方文明不利
,

而对苏联共产主义有益 ; 一旦共产主义胜利
,

必将毁灭

西方数千年的文明困 (P
.

57 0)
。

因此
,

希特勒决定公开支持 日本在反苏反共旗帜下的对外侵略扩张
。

( 四 )狄克逊对于纳粹党决策层有着重要的影响

德国驻 日本大使狄克逊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
,

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长篇政治报告
,

明确提出改变德

国远东政策的主张
。

报告共分调停活动结束
、

中 日冲突和德 日关系
、

德国军事顾问
、

德 国对华军火输出
、

承认
“

满洲国
” 、

华北事态的变化六大部分
。

狄克逊认为
,

中国由于没有认真对待 日本的谈判条件
,

失去

了日本提供的和谈机会
,

从此
,

除 了徒流鲜血和以更大的代价接受 日本更强硬的条件外
,

别无选择
,

抗战

决无胜利可能
。

随着调停的失败和 日军 占据华北
、

华东大片领土
,

中日战争以及与之相连的各国外交政

策
、

特别是德国的对外政策
,

都开始了新的时期
。

德国
“

必须更加重视华北的经济和政治意义
,

必须更多

地着眼于从北京
,

而不是从上海
、

汉口或重庆来考虑中国的问题
” 。

这就迫切需要与 日本军政 当局建立

密切的联系
,

促进德国经济利益向华北的转移
。

因此
,

德 国应该重新审视与 日本的关系
,

调整对远东的

政策
,

他甚至主张派代表去华北活动圈 (P
.

56 4)
。

可见
,

狄克逊改变远东政策的目的
,

除 了与 日本结成更

紧密的政治
、

经济关系外
,

也企图与 日本分沽并扩大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
。

狄克逊声称
,

迄今为止
,

一方面中国同德国的最大对手苏联 日益接近
,

倾向苏共的意识 日浓 ; 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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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德国在无条件中立的政策指导下
,

继续允许军事顾问在中国活动
,

默认向中国提供军事物 资
,

这使得

德国在 日本面前处于一种尴尬境地
。

现在
,

德 国
“
必须结束这种状况了

” 。

他认为
,

摆脱窘境 的出路在

于
:

撤回德国在华军事顾 问
,

停止对华军火输 出
,

承认
“

满洲国
” 。

他强调
,

意大利对伪满的率先承认
,

已

经使德国失去 了继续拖延的理由
,

况且承认也仅仅是对现实状况的确认
,

并 非策动建立新的独立政权
。

特别是
,

承认
“
满洲 国

”

将使德 国有可能与 日本进行更广泛 的政治
、

经济合作
。

此外
,

中国方面对此的敏

感性也已逐渐减弱
。

所以
,

他主张在 日本施加压力之前
,

尽快主动承认
“

满洲国
”
(最好赶在 3 月 l 日伪

满
“
建国 日

”

之前 )
,

以此表示德国对 日本的友好姿态
。

针对狄克逊报告的主张
,

陶德曼上书外交部逐一予以批驳
。

陶德曼认为
,

调停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

日本首先背信弃义
,

而调停失败后的形势
,

并非像狄克逊所说
“

再无和谈可 能
,

无须再考虑中国因素
” 。

他指出
,

中国政府虽作出了退守四川的让步
,

但其权威依存
,

中国的政治状况依然未变
;军事形势也并未

表明日本能取得最终胜利
,

相反
,

随着战线向中国内陆延伸
,

对 日本来说就变得越来越不利
,

因此
,

德国

的在华利益并未终结
。

关于中苏关系
,

陶德曼认为
,

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有限
,

蒋介石并未
“

赤化
” ,

他虽然

在 国内对共产党作出一些让步
,

但并不信任共产党
。

此外
,

陶德曼指出
,

日本在
“
满洲 国

”
的做法 已经表

明
,

它将在所有被其 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实行关门政策
,

德国不应指望在华北能有多大收获 [ 5口 (P
.

5 73 )
。

遗憾的是
,

陶德曼基 于德国在远东整体利益和中国抗战实情而提 出的种种理智
、

现实的观点
,

并没

有得到里宾特洛甫 的重视
,

而狄克逊抛弃中国
、

给德 日关系升温的主张
,

则正 中纳粹党领导人下怀
。

因

此
,

里宾特洛甫仅把狄克逊的报告交给希特勒
,

却把陶德曼这份 十分有说服力的报告弃之一旁
,

这对于

希特勒最终作出承认伪满的决定
,

应该说是缺少 了一份阻遏力量
。

(五 )
“

承认
”

伪满洲国是德国与 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

以承认伪满为筹码
,

争取从 日本得到更多的报酬
,

是德 国在伪满问题上的基本方针之一
,

也是其一

再延迟承认的重要原因
。

外交部长牛赖特曾表示
, “

德 国不能不要任何报酬地把承认满洲 国这份礼物白

白地送给 日本人
’

,5[ 〕 (P
.

52 4)
,

大多数官员也认为德国应该为 自己的
“

承认
”
所付代价要求补偿

。

这些补

偿包括
:
( 1) 要求 日本事先承认德国在欧洲扩张的成果和既成事实 (主要指奥地利

、

捷克斯洛伐克
、

但泽

和梅默尔等国家和地区 )
,

以防止出现针对德国的英 日谅解趋势
,

从而把 日本同德国绑在一起
,

甚至组成

一个反英集团团 (P
.

3 0 0)
。

( 2) 要求 日本在
“

满洲国
”
和华北地区给予德国贸易特权

。

1 9 38 年 2 月
,

外交

部贸易政策司的伏斯起草了一份备忘录
,

称正在中国进行的战争和德国即将对
“

满洲国
”

的承认
,

将给德

国在远东 (特别是在中国东北 )造成巨大经济损失
,

应该与 日本达成一项协议
,

给德 国以一定的补偿
。

外

交部的施密登评论说
: “

如果承认满洲国的后果真如该备忘录所说的话
,

那么
,

不仅德 国商人的地位
,

而

且德国 (在中国 ) 的声望
,

都将 受到沉重 打击
。 ’

,3[ 口 (P
.

3 0 6) 因此
,

争取 日本在经济上的让 步
,

是必不可少

的
。

( 3) 希望解决南太平洋前德国殖 民地 问题
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
,

日本根据 《凡尔赛和约 》规定
,

托管了南太平洋地区 的前德国殖民地
,

以后一直以种种借 口
,

拒绝与德国讨论这一 问题
。

自从 日本海军

在 1 9 3 8 年 1 月提出愿意同德 国讨论这些托管地的未来所属问题后
,

外交部就有人主张抓住这一难得时

机
,

与 日本讨价还价
。

2 月 9 日
,

外交部在给陶德曼的电报中指出
,

拟向 日本提出的要求之一
,

是希望 日

本满足德国对前殖民地的合理要求
,

并开始就归还问题进行谈判 〔3口 (P
.

3 01 )
。

日本为迫使德国尽快改变远东政策
,

早 日承认
“

满洲国
” ,

进一步密切与 日本的关系
,

割断同中国的

政治
、

经济
、

军事
、

文化上的联系
,

不断抛 出各种许诺
。

日本驻德国大使东乡茂德以共同开发中国来引诱

德国
。

东乡表示
,

日本对同德 国携手开发中国的经济有很大兴趣
,

德 国商人所担心的德国贸易将被挤出

中国市场的事情
,

决不会发生圈 (P
.

5 4 9 )
。

广田外相也表示
,

不排斥外 国参与华北经济开发是 日本的固

有政策
,

日本尤其欢迎像德国这样友好的国家参加
,

并
“

将 向德国提供合作的具体设想
”
叫 (P

.

30 5 )
。

此外旧 本还提出愿就敏感的南太平洋前德国殖民地问题与德 国协商
,

日本海军愿意绕开 《凡尔赛

和约 》和国联
,

直接同德 国商讨南太平洋殖民地
、

托管地问题
。

日本打算把这些托管地还给德国
,

再由德

国卖给 日本圈 (P
.

5 5 5)
。

日本海军参谋 部情 报局的野村还证实说
:

海军已 与陆军 和外务 省达成一致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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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德国 1 9 3 8年承认伪满洲 国的原因

见
,

由外务省就解决南太平洋托管地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圈 ( P
.

56 1 )
。

广 田曾就南太平洋托管地问题同狄

克逊举行 了正式会谈
。

他表示
,

解决德 日两 国间悬而未决的殖 民地 问题
,

有助于巩 固德 日关系
,

在充分

了解德国的立场后
,

日本将与之继续讨论这一问题
。

他还强调指出
,

这些托管地对于 日本具有极其重要

的战略意义困 (P
.

5 6 5)
,

意在暗示德国
,

日本愿为德 日联盟牺牲本 国利益
。

曾经欺骗过无数人的希特勒
,

竟被 日本方面的甜言蜜语所迷惑
,

终于作 出了正式承认伪满的决定
。

但后来的事实证明
,

德国向 日本索要报酬的想法
,

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
,

日本既未提出任何具体计划
,

也

不想真正让德国分沽 自己的既得利益
。

因此
,

德国从承认伪满洲国上所获得的好处是十分有限的
。

综上所述
,

希特勒上台后
,

经过 5 年的充实和发展
,

羽翼渐丰
,

便决定在 1 93 8 年开始实施其扩展
“

生

存空间
”
的侵略计划

。

为了讨好未来战争中理想的盟友 日本
,

利用其形成对苏联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有

效牵制
,

便不顾德国在东亚
、

特别是在中国的巨大利益
,

不惜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
,

最终决定采取联 日弃

华政策
,

公然承认伪满政权
,

断送了长期保持的中德友好关系
。

虽然德 日关系的发展因各自利益和相互

矛盾而步履踌珊
,

但它毕竟表明
,

在纳粹德国的整体战略中
,

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
,

而对伪满

的承认
,

也就必然成为其整体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并决定 了德国远东政策的走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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